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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 2015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

研[2013]1号）文件精神，为促进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改革，进一步强化内涵建设，

提高培养质量，我校将全面开展 2015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修订工作。为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秉承学校在六十年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百折不回，自强进取，求实创新，无私

奉献”的水的精神，坚持“以质量和特色求生存、以服务和贡献求支持、以改革和创

新求发展”的办学理念，围绕我校的奋斗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为核心，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为导向，突出“蓝色大学”特色，吸收

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成果和经验，分类指导、规范管理、体现特色，

更新研究生培养理念，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修订原则 

1、对于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原则上按一级学科制定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个别学科如确有必要也可按二级学科制定培养方案。 

2、培养方案应包括学科简介、培养目标、专业及研究方向、课程设置

与学分要求等内容。培养方案应具有前瞻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能

够在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中发挥应有作用。 

3、认真总结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经验，积极吸取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

各项研究成果，大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进一

步优化和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 

三、修订要求 

1、学科简介（500字以内） 

学科简介应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为基础编写，简要介绍学科专业概况和内涵、主要研究领域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FA%CE%F1%D4%BA%D1%A7%CE%BB%CE%AF%D4%B1%BB%E1%B5%DA%C1%F9%BD%EC%D1%A7%BF%C6%C6%C0%D2%E9%D7%E9&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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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以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培养目标（300字以内） 

培养目标应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为基础编写，对研究生专业知识和能力、胜任岗位等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 

3、学科及研究方向（500字以内） 

研究内容介绍应尽量简练，避免介绍过多过细。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的原则 

课程教学是优化研究生知识结构、拓宽学术视野、反映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性环节。各学科应结合学校现已开展的高水平研究生课程，

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水平大学的经验，科学制定适合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课

程体系，并遵循以下原则设置课程： 

1）研究生课程必须以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核心。课

程体系既要体现学科对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又要体现我校学科的优势和

特点；既能反眏学科发展方向和前沿，又要有利于学校资源共享和学科交叉。 

2）学位专业课为本学科应该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应至少有一门课程能够体

现本学科的特点和内涵。对于部分研究领域较宽的一级学科，可采用“一级学科课

程+二级学科课程模块”的方式设课。 

3）要努力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注重发挥研究生的个人才能和特长，突出研

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培养方案应为制订研究生个人培养方案留有足

够的回旋空间，使研究生的培养在满足培养方案基本要求的同时，根据个人的实

际情况，可对课程选择、科研实践及学位论文选题等进行不同的安排。 

4）设置课程应进行优化整合，不同学科之间相似课程应统一开设，避免重复

设置课程的现象。专业选修课应限制在 15门之内，若有些课程要求本学科所有研

究生修读可在备注中加注“必选”。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FA%CE%F1%D4%BA%D1%A7%CE%BB%CE%AF%D4%B1%BB%E1%B5%DA%C1%F9%BD%EC%D1%A7%BF%C6%C6%C0%D2%E9%D7%E9&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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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倡采用能够体现研究生教学特点的教学方式与方法，促进学生研究性学

习和自主性学习。提倡和鼓励开设方法论、探索性研究生课程，适当减少知识性

课程的开设，课程设置中应加强实践环节的设置，适当减少理论教学学时。 

6）采用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多种形式的考试考核方式，以考察研究生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积极推进课程考试改革。要纠正单一书面考试、主

要考核知识记忆力、单纯以分数衡量学习情况的做法。 

2、课程分类及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必修课（即学位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总学分

不超过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2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必修

环节），选修课 11～15学分。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48学时，一般按 16学时、24学

时、32学时和 48学时设置， 16学时为 1学分。 

五、培养方案的审批和执行 

各学科培养方案需经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研究生学院审核，并

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研究生学院 

                                               2015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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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设置及培养方案制定情况表 

 

所在学院 
一级学

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

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制定培养方案级

别 

水产与生

命学院 

0707 海洋科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710 生物学 

071003 生理学 

按一级学科制定 
071004 水生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3 生态学   按一级学科制定 

0905 畜牧学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按二级学科制定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908 水产 090801 水产养殖 按二级学科制定 

海洋科技

与环境学

院 

0707 海洋科学 
070701 物理海洋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70702 海洋化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830 
环境科学与工

程 
083001 环境科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908 水产 
090802 捕捞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90803 渔业资源 按二级学科制定 

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

院 

0832 
食品科学与工

程 

083201 食品科学 

按一级学科制定 083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083204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

院 

0828 农业工程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按一级学科制定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海洋与土

木工程学

院 

0815 水利工程 

081503 水工结构工程 

按一级学科制定 
081505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信息工程

学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按一级学科制定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35 软件工程   按一级学科制定 

经济管理

学院 
1202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按一级学科制定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理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11 生物物理学 按二级学科制定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按一级学科制定 



大连海洋大学 2015 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5 

 

课程编号说明 

 

一、课程编号规则 

课程编号为 5位号码：★◆◆▲▲ 

★（第一位数字）：课程类型代码 

◆◆（第二和第三位数字）：开课单位代码 

▲▲（第四和第五位数字）：课程代码 

二、课程类型代码说明 

０：学位公共课；          1：学位专业课； 

2：必修环节；             3：选修课 

三、开课单位代码说明 

０１：马克思主义学院 ０２：外国语学院 

０３：水产与生命学院  ０４：海洋科技与环境

学院 
０５：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学

院） 

０６：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 
０７：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０８：海洋与船舶工程

学院 
０９：信息工程学院 １０：经济管理学院 

１１：理学院 １２：文法学院 

四、课程代码说明 

课程代码由两位数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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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生物学（Biology） 

学科代码：0710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我校生物学一级学科包括水生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和微

生物学四个二级学科。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各个层次的种类、结构、功能、行

为、发育和起源进化，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的科学。 

生物学是人类在对生存环境和自身认识的长期积累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一门古老学科，与农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校自建校以来，生物学方向的

研究工作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本学科教师有 30 多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2 名。学科现有辽宁省水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和辽宁省省级高校水生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校级的生态模拟实验室、贝类学实验室、鱼类学实验室，海藻生物学实

验室、生物多样性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水产动物病害实验室，微生物发酵工

程实验室、生物技术实验室、基因工程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室、发酵工程实验

室和细胞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实验室。 

二、培养目标 

对从事的研究方向及相关学科有广泛了解，这些知识包括基础生物学所需的

相关课程，如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生物统计和

生物化学等相关学科。对自己所学的研究领域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熟悉相关学科

的文献，并掌握其主要进展。有能力获得在该学科特定领域开展工作所需的背景

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社会不同部门独立承担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研发与管理工

作。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研究方向简介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重要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微生物（病毒、

细菌、真菌等）生命活动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基础学科，

即研究微生物在一定条件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以

及微生物的进化、分类、生态等生命活动规律及其与其他微生物

之间，与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外界环境理化因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微生物在自然界各种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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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微生物生态学和应用微生物学两个研究方向。 

2 水生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是研究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中生命现象和生命过程及

其与环境因子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重点研究水生生物生物多样性

及其可持续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水域生态学、鱼类生物学、海藻

生物学与渔业利用、水产无脊椎动物学 4 个研究方向。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和前沿科学，也是数理

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科学。目前有二个研究方向：1、水产养殖

生物基因组学与基因工程；2、水产养殖生物分子生物学。 

4 生理学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功能活动及其机理的科学。生命体的基本功

能活动包括新陈代谢，对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做出反应，以及生

殖。目前设置两个研究方向，一为：动物繁殖和发育生理学；二

为：环境及营养生理学。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3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选 8 学

分) 

10310 基因工程原理及实验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5 高级水产动物营养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7 浮游生物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4 应用生理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生理学方向

必选 

10306 水域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水生生物学

方向必选 

10309 微生物生态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微生物学方

向必选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方向必选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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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 

(10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2 水产动物发育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12 分子遗传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15 水产动物饲料学 1.5 24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1 细胞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3 实验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4 
海洋活性物质分离提

纯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7 专业外语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9 底栖动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2 鱼类生物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3 鱼类繁殖生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4 仪器分析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5 电镜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6 贝类生物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7 藻类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8 水产动物生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9 水环境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0 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1 海洋微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2 水产病原微生物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3 病毒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4 酶工程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5 应用生物技术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3 
高级水产动物营养学

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

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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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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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生态学 （Ecology） 

学科代码： 0713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生态学已经创

立了自己独立研究的理论体系，即从生物个体与接触环境的直接相互作用关系到

不同生物组织层级与各层级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今年来，生物多样性、全球气

候变化、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称为生态学研究

的重要而急迫的领域，而分子生态学、化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已经成为生态

学的重要分支。 

我校生态学科于 201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侧重研究水生生物与

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的内容集中于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及保护、河

流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水生生物的生理调节及适应性以及典型水生模式

生物的分子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主要包括水生生物生理生态学、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态学两个研究方向。本学科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2 人，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3 人。近五年来，获国家、省市奖励 12 项，发表论文 100 余

篇，出版著作教材 10 余部，申请专利 20 余项。本学科拥有辽宁省水生生物学重

点实验室、生物多样性实验室及动物生理学实验室等一批实验室，教学研究基地

及设备条件等方面均能够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 

二、培养目标 

培养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生态学专业需要的专业人才。了解生态学

的理论与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生态学专业素养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基

本具备独立从事本专业教学、科研、技术研发以及咨询与管理工作的能力。能熟

练使用计算机,较熟练的掌握英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献，并能够进行科

技论文的撰写及相关学术交流。同时培养学生攻读生态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博士研

究生。 

三、学习年限 

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水生生物生理生态

学 

通过生态毒理学、能量代谢学、化学计量生态学及生理生态学研究，

确定水生动物的生理反应机制及能量代谢途径，量化各生理参数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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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响应特征，重点开展人类活动影响及环境胁迫状态下，水生生物

的生理调节适应及微生态环境过程响应机理研究，为水产经济动物的

高效健康养殖提供技术支持。 

2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生态学 

研究近岸水域、潮间带，以及内陆河流和水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维持

与保护，揭示生物多样性发生与维持的机制，通过个体生态学、种群

生态系及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确定群落内物种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

理，并量化影响多样性维持的环境驱动要素，重点开展关键物种和珍

稀物种的保护生态学研究，为辽宁沿海及内陆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利用提供技术支持。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课

(20 学

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5 学分)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10311 生物多样性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课 

(13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日

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

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6 水域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3 实验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6 海洋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7 水生生物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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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8 
水生动物生理学研究

进展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9 进化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0 分子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1 环境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补修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

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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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生物医学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学科代码：0831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学科是是一门生物、医学和工程

多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它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材料、新技

术、新仪器设备，用于防病、治病，提高医学水平的一门新兴学科。我校生物医

学工程学科是 201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开始首届招生的崭新学科。主

要包括纳米技术与生物功能材料、物理因子的生物效应、生物医学信息处理三个

研究方向。 

本学科已建成辽宁省级教学团队 2 个。现有教授 5 人（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 7 人。具有博士学位 7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3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

层次人选 1 人、辽宁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2 人。拥有辽宁省海洋生物物

理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实践平台。 

本学科各个研究团队均已相对稳定的理论研究方向为核心，同时依托海洋大

学的优势特色进行交叉研究，逐步锻炼队伍、提高水平、凝练方向。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工作。近 5 年，本学科导师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 40 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获得国家专利 27 项，其中发明专利 9 项；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论文近 80 篇，其中 50 余篇被 SCI、EI 收录。 

二、培养目标 

依托大连海洋大学强大且基础雄厚的海洋背景，着力培养在生物、医学、海

洋工程技术领域中具有开展交叉研究能力的有创新精神的，能应用物理、材料、

化学、信息、海洋等领域的技术解决生命科学和医学中的问题的，具备扎实专业

知识和理论基础、创新性学术思维、较强学术表达和国际交流能力，了解学科发

展动态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能开展有较高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科研工作的创新

型人才。 

三、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纳米技术与生物功能材料 

纳米技术与生物功能材料方向以海洋生物功能材

料的微纳仿生设计、生物材料的表面修饰、环境友好型

组织工程材料的理论研究和纳米材料海洋防污技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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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材料海洋除油污技术、纳米材料对海洋生物安全性评

价等实用开发技术为特色，开展了纳米技术与生物功能

材料方面的研究。 

2 物理因子的生物效应 

物理因子的生物效应方向的特色是以水生生物为

研究对象，研究声、光、电、磁等物理环境因子对水及

水生生物的影响，通过检测物理因子对生物体或生命物

质产生的各种生物效应，探索物理因子生物效应的规律

和微观机理，为物理因子生物效应的有效利用提供科学

依据。 

3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方向的特色是以生物信息为研

究重点，研究生物医学信号处理和生物系统的控制、生

物医学信号与图像处理、生物系统建模与仿真等。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

语、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

语、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1107 
生物医学工程概

论 
2 32 1 理学院  

11101 纳米材料学 2 32 1 理学院  

11105 
学科实验研究方

法与技术 
2 32 1 理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2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

语、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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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

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

院 
 

专  业 

选修课 

11102 生物物理学 2 
3

2 
1 理学院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31102 医学物理学 1 
1

6 
2 理学院  

30315 电镜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4 仪器分析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07 仿生计算 2 32 2 理学院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03 
计算机模拟与软

件 
2 

3

2 
1 理学院  

30913 智能仪器仪表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5 人工神经网络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4 
细胞培养工程原

理与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08 
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的分析与设计 
2 32 1 理学院  

30308 生态毒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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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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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物理海洋学 （Physical Oceanography） 

学科代码： 070701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物理海洋学是我校 2013 年新增的、具有二级学科授予权的硕士点，隶属于我

校已有的海洋科学一级学科。本学科主要研究海洋的动力过程以及相关的测量方

法和技术，通过实际观测和理论计算来解释海洋的动力过程。目前本学科下设海

洋动力学与观测技术、海洋应用声学和海洋遥感应用三个方向。 

我校自 2005 年起，通过人才引进在本学科形成了较完整的教学梯队，目前本

学科有博士学历教师 8 人（其中 6 名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包括教授 4 人，副教

授 4 人，讲师 3 人。具有较高的学术知识结构，能够准确地把握各研究方向的国

际前沿研究动态，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较好地支持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本学科近 5 年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国家级项目的子课题 3

项，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课题 3 项和若干省部级项目，科研经费 500

余万元；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20 余篇，这些较丰厚的科研成果为学科的建设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有良好心理素质、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具备勇于创新和团结

协助精神，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发展

需求的海洋专业研究型人才；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学

科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及时掌握相关研究方向的国际研究进展与动态；掌握较

全面的物理海洋测量技术基础知识，具备从事海洋调查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

洋环境监测与保护、海洋探测与监测仪器的研发、海洋调查与海洋监测数据与信

号处理、海洋环境动力预报等方面工作的基本技能。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为 1 年，论文工作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

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海洋动力学与观测技术 

主要开展海洋动力要素的调查和观测技术研究；河口和

海湾的潮汐、波浪水动力数值模拟技术；近海海域的泥

沙冲淤、地形演变规律及综合治理；近海水环境和物质

扩散数值模拟及海岸河口灾害预测与防御。 

2 海洋应用声学  主要运用水声学的原理和技术进行海洋测量，包括海洋

app:ds:%20%20physical%20ocea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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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的测量和分析、海洋物理环境的声学测量、海洋鱼

类和浮游动物的声学识别和测量、海底测量、水中目标

物追踪、渔业资源声学评估、海洋哺乳类动物和鱼类等

发声研究等。 

3 海洋遥感应用 

主要运用遥感相关理论与技术手段，开展海洋遥感产品

在养殖区域的应用示范研究、海洋水环境参数（COD、

石油类、水色三要素、海表温度）的遥感反演模型研究、

海洋环境与动力参数时空分布特性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备注 

必修

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0401 物理海洋测量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2 海洋环境动力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3 海洋观测基础与应用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2 学术活动 2     

20003 学科前沿 2     

选修

课（12

学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1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326 海洋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913 智能仪器仪表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420 
数值方法与 Mike21

软件应用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2 海洋遥感应用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3 渔业水声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4 海洋信息处理技术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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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 鱼类行为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908 图像处理技术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405 渔业资源增殖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

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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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海洋化学 （Marine Chemistry） 

学科代码： 070702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海洋化学作为新设置的学科，已在海洋药物活性成分筛选、分析与纯化、海

洋活性物质相关产品开发、海洋溢油光催化治理与修复、海洋近岸厌氧氨氧化基

础研究等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及研究队伍，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海洋局公益项目、省市级科研项目资助，近 5 年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 6 项，其中省部级 3 项。 

海洋化学学科设置海洋环境化学及海洋资源化学两个研究方向，并在此基础

上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学科目前以海洋资源化学物质基础开发与利用、海洋

近岸污染化学治理与环境修复为特色，开展相关研究。包括：海洋中污染物的转

化规律及其对海洋环境的作用；海洋污染的化学修复、环境毒理学、环境污染物

的分析新方法等基础研究；面向海洋制药、海洋新能源、海洋化学品的新方法和

新技术研究。师资队伍由 16 人组成，学科队伍成员中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100%，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7 人。 

海洋化学专业依托我校化学实验中心，建有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环境化学

以及海洋天然产物化学等实验平台，形成以化学为科研手段的面向海洋资源化学、

海洋环境化学的研究领域。拥有较好的基础条件，能够满足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

养的需要。 

二、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

品德优良，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良好的科学道德、钻研和创新精神，

善于与人团结协作的品质；学风严谨，学术视野宽广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

才。 

2、熟练掌握海洋化学、海洋资源化学、海洋环境化学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深刻了解本专业发展前沿和趋势；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化分析技术和实验

技能；能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本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写、听、说能力；能够熟练地利用计算机

完成本专业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工作；最终成为能够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教学、科

研、生产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为 1 年，论文工作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

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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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海洋资源化学 

以海洋资源化学物质基础开发与利用、海洋近岸污染化学治理与

环境修复为特色，开展相关研究。包括：面向海洋制药、海洋新

能源、海洋化学品，开展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 

2 海洋环境化学 

研究污染物在海洋环境中的化学行为、变化规律及其对海洋环境

的作用；为控制和消除海洋污染（化学修复）、环境毒理学、环

境污染物的分析新方法等而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3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8 学分) 

10404 海洋化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5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6 天然产物化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7 海洋环境化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2 学术活动 2     

20003 学科前沿 2     

选修

课 

(10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407 
催化基础理论及在环

境中的应用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8 药物分析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9 资源化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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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10 生物质开发与利用 1.5 24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1 
生态工程与恢复生态

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2 环境毒理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3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509 糖脂化学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  

30508 食品药残分析技术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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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海洋生物学 （MARINE BIOLOGY）  

学科代码： 070703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海洋生物学是海洋科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该学科是我校 2003 年增设、

具有二级学科授予权的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实验海洋生物学、海洋生物

技术、海洋生物资源恢复与生境修复、近岸海洋生物学。旨在坚持“问题导向，学

科支撑”的思路，围绕国家、区域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需求，

进一步拓展学科研究领域的覆盖面和服务面向。本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宗旨就是围

绕“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以及“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5）”提出的海洋领域

重大科技任务，解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环境、生态、灾害和管理等重大

问题。 

本学科现以辽宁省高校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和辽宁省海洋生

物资源恢复与生境修复重点实验室为研究平台。近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部农业成果转

化项目、国家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一系列国家

级重大项目，以及省、部和地方科技项目。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海洋学、海洋恢

复生态学和海洋生物技术各个方向。 

 二、培养目标 

应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海洋科学的基础。掌握系统的有关海洋生物学、生

态学和生物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现状、发展方向和国

际前沿。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通过与其它学科交

叉，能运用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科学知识解决多种研究及应用课题。有严谨的科学

态度与作风。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可在科研院所、业务单位以及高校从

事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科研、教学和业务工作。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为 1 年，论文工作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

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实验海洋生物学 
开展重要海水经济生物、资源生物、饵料生物的繁殖生

物学、生态学、生态毒理学、分子毒理学、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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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研究。 

2 海洋生物技术 

开展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

育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的研究，以及

海洋生物产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3 
海洋生物资源恢复与生境

修复 

开展养殖水域渔业资源增殖、养护和生态健康维护技术

研究；开展近岸典型受损海域恢复生态学及生境修复技

术研究。 

4 近岸海洋生物学 
开展养殖海域生态系统关键生态过程和因子调控研究；

开展海水养殖环境容纳量、海水健康养殖模式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2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日语、

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日语、

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7 学分) 

10301 生物海洋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2 水产动物发育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1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7 浮游生物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1 细胞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2 细胞培养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3 实验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4 
海洋活性物质分离提纯

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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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7 专业外语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8 生态毒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9 底栖动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1 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1 1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411 生态工程与恢复生态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4 海洋化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3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应

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培养

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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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 

学科代码：071011  学科门类： 理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生物物理学是生物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应用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

索生命现象本质及其演化规律的交叉学科。在后基因组时代，生物学整体已经从

宏观定性描述阶段进入到在单个细胞乃到单个分子尺度揭示生命过程的物质输

运、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基因组稳定性及生命演化规律的定量研究阶段。生物

物理学覆盖生命从分子到生物个体到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我校的生物物理学专

业设立了环境生物物理学和纳米仿生科学与技术两个研究方向，主要是运用物理

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命物质的物理性质、生命过程的物理和物理化学规

律以及物理环境因子对生物体或系统的作用机制。学科特色体现在以海洋生物为

研究对象开展了纳米仿生研究。 

二、培养目标 

对从事的研究领域及相关学科有广泛了解，对自己所学的研究方向有比较系

统的了解；熟悉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文献，并掌握其进展；有能力获得在该学科特

定领域开展工作所需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社会不同部门独立承担与生

物物理学相关的研发与管理工作，并具有较广泛的职业适任能力。 

三、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环境生物物理学 

主要以水和水生生物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控生物的物理

环境，改变其生存、发展和繁衍的过程，研究生物与环境之

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所遵循的物理学原理及应用技术。 

2 纳米仿生科学与技术 

主要以海洋生物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物理学与生物学、

物理学与水产、物理学与海洋环境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

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纳米材料、仿生材料以及材料表面

改性等方面开展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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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1102 生物物理学 2 32 1 理学院  

11101 纳米材料学 2 32 1 理学院  

11105 
学科实验研究方法与

技术 
2 32 1 

理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2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1107 生物医学工程概论 2 32 1 理学院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31102 医学物理学 1 16 2 理学院  

31103 计算机模拟与软件 2 32 1 理学院  

30315 电镜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25 应用生物技术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4 仪器分析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904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学院  

10411 鱼类行为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3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补 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

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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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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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名 称 ：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科代码：0812  学科门类： 工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涵盖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两个二

级学科，主要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海洋水产领域的应用情况,以海洋渔业领域

的基础信息数据仓库、信息挖掘、信息搜索、信息可视化、智能检测技术与智能

控制、海洋及水产生产过程建模与优化控制、网络与信息安全、云计算与分布式

计算等为主要研究内容。主持或参加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基金等各类项

目 20 余项，其中有 3 个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近年来发表论文 100 余

篇，其中被三大检索收录 80 余篇，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 10 余部。目前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 30 余项，经费 260 余万元。现有导师 11 人，其中

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有省优秀人才计划支持项目获得者 1 人，省杰出青年学

者成长计划项目获得者 2 人，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1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千人层次 3 人；学科多名教师中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仪器分技术

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办公自动化专委会、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委会、全国

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任职。拥有“辽宁省海洋信息技术重点实验

室”和“辽宁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研究生的创新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保

障。 

二、培养目标 

掌握坚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为深厚的

数学基础；了解学科发展现状、趋势及研究前沿，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撰写论文摘要；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

风，能够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方法、技术与工具从事该领域的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创新及系统的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从

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

号 

二级学

科名称 

研究方向名

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计算机

软件与

理论 

网络与信息

安全 

加密解密、数字签名、密钥管理的研究；安全协议的形式化分

析与验证；安全协议的复杂性理论及应用；无线与移动通信网

络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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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分

布式计算 

大规模数据分布式云处理中的信息安全技术；协同多云计算中

的资源调度；软件定义网络 SDN； 数据中心资源管理监控 

2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智能信息处

理 

海洋、水产、加工、环境、港口等领域数据库、数据挖掘、数

据集成技术；海洋、水产、加工、环境、港口等领域辅助规划

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海洋渔业物联网数据传输、处理及数

据融合技术；海洋渔业数据处理云平台的建立；海洋生物信息

处理技术；移动计算技术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应用研究;海洋 3S

技术等。 

嵌入式系统

与计算机控

制 

海洋渔业物联网数据获取技术与嵌入式装置的研究、工厂化养

殖监控系统研究、海洋环境检测设备控制技术研究、PLC 在养

殖、加工等领域的应用研究、船舶电气控制技术研究等。 

信息检测技

术 

船舶信息检测、海洋资源探测、水下传感器、船用通导设备及

相关的信息获取、传输、存储和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

在此基础上带动传感器设计及海洋探测仪器仪表研发。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日语、

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日语、

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0903 算法分析与复杂性理论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一 级 学 科

课 
11103 实用最优化方法 2 32 2 理学院 

10901 并行计算与分布式处理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

学院 
 

专  业 30905 人工神经网络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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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12 学

分) 

选修课 

 
30907 数据挖掘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11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1 密码学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10904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8 图像处理技术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10902 分布式数据库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6 人工智能及应用 3 48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13 智能仪器仪表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1104 矩阵分析及应用 2 32 1 理学院 
 

30909 无线传感器网络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4 嵌入式系统设计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2 模糊控制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3 模式识别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12 信息检测技术 1 16 2 信息工程学院 
 

补修

课 
 

 离散数学 5 80 春 

信息工程学院 

跨一级学

科或同等

学力研究

生应补修

其 中 的

1-2 门课

程 

 数据结构 4.5 72 秋 

 操作系统 4.5 72 秋 

 数据库原理 4 64 秋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3.5 56 春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2 32 秋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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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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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水利工程 （Hydraulic Engineering） 

学科代码： 0815  学科门类： 工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水利工程学科是国家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支柱性学科，在深入研究自然界

中水的时空分布和演化规律基础上，面向行业发展，通过实施各种工程及非工程

措施，在水利工程、港口、海岸近海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进行

理论与技术创新，实现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障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水利工程学科历久弥新，在系

统的理论研究和大规模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水利工程学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

体系。随着有关治水用水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新工艺、

新材料，以及新的管理模式相继涌现，水利工程学科体系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

展。 

我校“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和“水工结构工程”。重点培养在水利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等方向从事教学、

科研、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以解决我国水利工程建设

中存在的技术难题。 

我校该学科的特色是集人才培养、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目前已成为

全国渔港建设的科研中心，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水平高，同时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

掌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实验的基本技能，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严谨求实的

科学作风，恪守职业道德；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或相关技术

工作的能力，成为推动水利工程学科持续发展的综合型高级人才。 

三、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

号 

二级学

科名称 

研究方向 

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港口、

海岸及

近海工

程 

港口规划与工程 
港口规划技术、数值模拟技术，港口水工结构受力分

析、优化及可靠性研究，港口模型实验等。 

海岸及近海工程 
波浪水流与墩式结构物、浮式结构物的相互作用、渔

业设施水动力特性等。 

海岸工程环境 海域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估，海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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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减排与治理技术，海域自净能力与环境容量等。 

海岸工程防灾减灾 
极端海洋环境模拟、海洋工程的相应特征的预测及预

警、侵蚀海岸防护、海洋能发电等。 

2 
水工结

构工程 

岩土工程结构 
水工结构物软基处理方法及相关问题、基础基本计算

理论、岩土本构关系、滑坡灾害治理等。 

地下结构工程 
跨海隧道以及近海隧道、地铁等地下空间结构计算理

论、支护方法及技术研究、地下结构开挖方法等。 

水工结构安全工程 
水工结构安全性评价、损伤识别与分析、健康检测与

监测及评价、耐久性问题分析及对策、结构加固等。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2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7 学分) 

11106 应用数理统计 3 48 1 理学院 
必选 1 门 

11104 数学物理方程 3 48 1 理学院 

10702 弹塑性力学 2 32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必选 1 门 
10704 流体力学 2 32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10703 
高等钢筋混凝土结

构 
2 32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必选 1 门 

10701 
波浪理论及其工程

应用 
2 32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1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大连海洋大学 2015 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35 

 

 

 

 

专  业 

选修课 

 

30708 数值计算方法 2 32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6 工程优化设计 1.5 24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7 结构工程建模与分

析 
2 

32 1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5 工程结构损伤与断

裂 
1.5 

24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3 高等土力学 2 32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4 工程结构可靠度 2 32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9 水工模型试验 1 16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2 
MIKE21 软件工程

应用 
1 16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701 
MIDAS 软件工程

应用 
1 16 2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30414 GIS 程序设计及软

件应用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3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907 数据挖掘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1105 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2 32 1 理学院  

31106 
数学实验及 Matlab

应用 
2 32 2 理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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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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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农业工程（Agriculture Engineering） 

学科代码：0828  学科门类： 工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我校农业工程一级学科下设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

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三个二级学科，主要研究现代渔业领域中的机械化、自动化生

产技术与装备，设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工程材料及性能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

的研究，目的是为渔业生产提供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渔业生产方式

的转变，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学科拥有教授 5 名，副教授 7 名，讲师 3 名，

其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2 名，近年来近主持、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纵向、横向课

题近 40 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共 200 余篇，其中 EI、SCI

检索 60 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 20 余部，申报专利 20 余项。学科拥有“辽宁省渔

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机械工程”和“动力工程”2 个校级二级实验室及渔业

工程技术研究所，具有各类科研和教学设备 300 余台（套），为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与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培养目标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学风严谨，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掌握宽厚的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渔业工程、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

趋势；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或专门技术研究工作

中有创新精神，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较为熟

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一定的专业外文资料查阅和学术交流能力；身体健康；

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工程技术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

号 

二级学

科名称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农业机

械化工

程 

渔业装备与节能

减排技术 

（1）水产养殖生产工艺、装备及清洁生产管理模式研究；

（2）捕捞机械装备与自动化技术研究。（3）渔业生产节

能与减排技术 

机械化生产与过

程控制 

（1）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过程控制技术研究；（2）企业生

产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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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动力装置性

能优化 

（1）船舶动力装置用能结构分析与优化；（2）船舶动力

装置管路布局优化。 

制冷与低温工程 
（1）新型制冷循环、工艺及设备研究与开发；（2）建筑

环境性能分析与评价。 

2 

农业生

物环境

与能源

工程 

能源环境系统优

化与控制技术 

（1）能源环境系统优化；（2）企业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

（4）人工环境系统。 

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 

（1）生物质能工程; （2）太阳能开发与利用；（3）海洋

能开发；（4）新能源工程。 

3 

农业电

气化与

自动化 

智能化检测与控

制技术 

应用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图像分析等技术，进行渔业信

息采集和智能渔业装备研究。 

机电液一体化技

术 

围绕水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和渔业废弃物环境增值处理

技术设备需求，开展控制系统的研究以及机、电、液一体

化装备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3 学分，具体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课

(20 学

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5 学分) 

11106 应用数理统计 3 48 1 理学院  

10601 高等农业工程学 2 32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课

(13 学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30601 

现代设计与制造技

术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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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专  业 

选修课 

11103 实用最优化方法 2 32 2 理学院 

30602 现代控制理论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3 
生物生产系统节能与环境

调控 
2.0 32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4 机械强度分析技术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5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6 生产管理学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7 
食品加工新技术及

装备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5 
MATLAB 与系统仿

真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09 
制冷与空调节能技

术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0 新型低温技术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1 机电控制技术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2 现代材料分析技术 1.5 24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3 船舶动力装置优化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0614 新能源应用技术 1.5 24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补修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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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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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学科代码：0835  学科门类： 工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软件工程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软件工程的基础理论、工程方法与技术

体系，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进入 21 实世纪，围绕服务计算、云计

算、社会计算、可信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新型计算

和应用模式，展开应用导向的软件工程研究成为主流趋势。 

软件工程的研究对象是软件系统，其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科学研

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发现软件构造、运行和演化的基本规律；工程的重点在于综合

应用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运用各种科学知识，深刻理解设计台格产品

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经济高效地构建可靠易用的产品。学科范围包括软件工程

理论与方法、软件工程技术、软件服务工程、领域软件工程等。 

学科结合学校海洋、水产特色，瞄准软件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沿，主要围绕物

联网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数据库与智能软件系统和算法理论与分析等三个方向

开展研究工作。 

软件工程硕士点隶属于信息工程学院，以辽宁省海洋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为

平台，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较好的科研环境。现在有导师 13 人，其中教授 5 人，

副教授 8 人，博士 8 人。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被三大检索收录 60 余篇；

承担科研项目 30 余项，经费 300 余万元。 

二、培养目标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业

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及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体要求如下： 

1. 具备坚实的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并能撰写论文和交流； 

2. 具有较好的创新意识和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能够综合运用软件工程方法、技术和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3. 具备较全面的软件研发能力与实践经验；能从事软件工程的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创新和大型软件系统分析、设计、开发与管理

等工作，也可继续攻读博土学位。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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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 究 方 向 名 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1 物联网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结合计算机以及传感器和控制器装置的整合控制系

统。研究内容为对象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系统设计

与仿真，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方面，并将其应用于水产养

殖、现代渔业装备、海洋环境监测等领域。 

2 数据库与智能软件系统 

结合应用背景，开展数据库系统、智能软件平台和技

术的开发与研究。重点在系统构建、采集信息的集成、

智能算法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人工

智能、专家系统、数据挖掘等领域。并在海洋水产领域

建立应用软件平台。 

3 算法理论与分析 

以海洋领域信息处理时所涉及的算法为研究重点，从

宏观海洋生物环境到微观细胞内的海洋信息表示、系统

评价与分析，海洋系统建模与仿真过程中所用算法的理

论与分析等内容的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说明 

必修课 

（21 学

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0904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10903 
算法分析与复杂性

理论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10902 分布式数据库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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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12 学分)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905 人工神经网络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7 数据挖掘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8 图像处理技术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2 模糊控制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11103 实用最优化方法 2 32 2 理学院  

30911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4 嵌入式系统设计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3 模式识别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10901 
并行计算与分布式

处理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09 无线传感器网络 2 32 1 信息工程学院  

30901 密码学 2 32 2 信息工程学院  

30912 信息检测技术 1 16 2 信息工程学院  

31104 矩阵分析及应用 2 32 1 理学院  

补修课  

 离散数学 5.0 80 春 信息工程学院 

跨一级学

科或同等

学力要求

在导师指

导下补修 

 数据结构 4.5 72 秋 信息工程学院 

 操作系统 4.5 72 秋 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库原理 4.0 64 秋 信息工程学院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

计 
3.5 56 春 

信息工程学院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

术 
2.0 32 秋 

信息工程学院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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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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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 

学科代码： 083001  学科门类： 工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环境科学学科是研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及其调控的科学，是基于传统自然科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问题导向型、综合交叉型和

社会应用型等三大基本特征，主要任务是研究环境问题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探索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途径与方法。

环境科学充分借鉴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在解决环

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环境科学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提供支持。环境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环境领域里的科学、技术与管

理问题，包括环境自然科学、环境技术科学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主要理论包括：

多污染物多介质作用机理，以及协同控制理论；污染演变的健康、生态、气候效

应理论；污染产生、预防、控制与资源化的全过程控制理论；环境领域的科学、

技术、工程与管理等集成理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等。 

我校环境科学学科是 2007 年获得学位授权的硕士学科。现有研究生导师 17

人（含兼职导师 5 人），均为博士，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6 人。近 5 年，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海洋公益专项项目，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及市级

科研项目 30 余项。发表环境生物学、生物环境地球化学、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等

研究论文百余篇，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多项，申请、授权专利多项。近岸海洋

环境科学与技术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是学科科研平台，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条件

供科研和学生培养工作。学科将以提高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升创新能力为导向，

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 

二、培养目标 

1. 基本知识：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包括学习和掌握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知识。 

    2. 基本素质：具备较高科学素养和良好的学风；要具有献身科技、服务社会

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树立法制观念，保

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研究成果。 

3. 基本能力：具备获取知识能力，包括良好的信息查询能力、学术交流能力

和自学能力等；要对环境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价

值具有判断能力；要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客观地分析问

题、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要具备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等。 

三、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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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如因特

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环境科学学科研究方向为环境化学与生物学、环境资源与环境分析、环境规

划与管理。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环境化学与生物学 

环境化学研究环境中污染物的化学形态、反应及迁移

过程，为污染物去除、降解，降低环境污染提供理论基础

和化学手段。环境生物学研究生物暴露污染物后的各种生

物学响应及生物与环境因子间相互关系。 

2 环境资源与环境分析 

环境资源研究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环境分析是

对环境各组成部分的种类、性质、来源、含量和其分布状

态以及环境背景值进行监测和分析。 

3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规划是采用现代技术方法使环境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而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环境所做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合

理安排。环境评价是对环境系统状况的价值评定、判断和

提出对策。环境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监

督，甚至法律、经济等手段，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0410 环境生物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9 环境化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8 环境分析与评价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公  共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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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11 学

分) 

选修课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门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日

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331 环境生态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416 废水生物处理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9 环境生物修复技术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3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含 16 学

时实验 

30412 环境毒理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1 
生态工程与恢复生态

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4 
GIS 程序设计及软件应

用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20 
数值方法与 Mike 21 软

件应用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8 环境海洋学 1.5 24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补修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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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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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食品科学与工程（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学科代码：0832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一级学科包括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科学、农产

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三个二级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坚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学术队伍建设、制度与作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为中国北方地区食品加工企业

培养了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为北方地区、特别对辽宁省食品加工及海洋资源

高效综合利用的整体实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本学科与多家大型企业

进行合作，共建了教学和科研基地。目前承担的国家、农业部、辽宁省、大连市、

国际合作等项目共 100 余项。本学科共有师资队伍 20 名，80%以上教师具有博士

学位和国外留学和长期进修经历，拥有教授 5 人（其中两人为博士生导师），副

教授 7 人。学科拥有国家海藻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辽宁省水产品加工及综合利

用重点实验室、辽宁省水产品检验分析及加工科技服务中心、大连市海洋生物资

源综合利用及加工技术工程实验室，并建立有校二级实验室，共有仪器、设备总

值 2597 万元。 

二、培养目标 

能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品德优

良，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善于与人团结协作的品质，学风严

谨，学术视野宽广；掌握食品生物技术、食品检测与控制、食品资源学、食品营养

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熟练的查阅资料、整

理、归纳资料所提供的信息的能力，熟悉食品领域国内外的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

势；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化实验技能、测试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具备应用基础理论进

行食品科学和工程领域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

力；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合作精神和钻研精神；要求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听、说能力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够熟练地

利用计算机常用软件完成专业工作；能够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教学、科研、生产能

力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如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二级学科

名称 

研究方向

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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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产品加

工及贮藏

工程 

海洋生物

资源利用 

①研究水生生物、水产品加工废弃物中的生理活性成分，分析、

鉴定其分子结构，筛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海洋生物活性物

质； 

②利用纯天然的生理活性有效成分研制保健品，并验证其功

效。  

③高效综合利用加工过程中的剩余物质回收营养物质。 

水产品加

工 

①水产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国际先进的加工综合利用技

术研究开发营养健康水产食品；  

②研究低值鱼、贝类等水产资源的增值加工、特别是蛋白重组

技术与综合利用；利用鱼、贝类加工的废弃物研制水产食品和

饲料。 

水产品贮

藏工程 

①研究水产品冷冻、冷藏过程中的水产化学、生物化学； 

②研究利用低温、保鲜膜、栅栏技术等保鲜水产食品。 

2 食品科学 

海洋药源

生物活性

物质 

①海洋药源蛋白质与糖等天然产物的提取与制备 

②药源蛋白及多糖酶解技术 

③贝类寡糖制备技术 

食品生物

技术 

①研究开发和生产水产品新组分、新产品，特别是微生物细胞

和动、植物细胞培养的代谢产物研究。 

②应用生物技术提高传统食品品质和工业化水平。 

③应用酶法分析和免疫酶联分析等生物技术研究食品的快速

分析和质量控制。 

④开发水产品废弃物再利用技术。 

食品营养

与安全 

①水产品加工及流通各环节中质量与安全控制技术的研究。 

②水产品养殖过程安全生产技术的研究。 

③种植、养殖环境对食品原料安全性的影响。 

④水产品营养价值及其评价检测技术。 

3 

农产品加

工及贮藏

工程 

农产品加

工与贮藏

技术 

①农产品贮藏及流通保鲜工艺技术。 

②农产品加工工艺技术及新型产品研究开发利用研究。 

③果蔬采后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新鲜果蔬的贮藏技术开发

利用。 

农副产物

资源开发

利用 

①农产品加工副产物中有效成分分析，特定生物活性的物质的

筛选。 

②未利用农产品资源研制具有特定生物活性的健康食品、保健

品。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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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课 

(22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7 学分) 

11106 应用数理统计 3 48 1 理学院 
一级学科课 

10501 高级食品化学 2 32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502 水产利用化学 2 32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食品科学 

10503 
农产品加工与利用化

学 
2 32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1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501 食品风味化学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2 食品生物技术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3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技术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4 食品营养与安全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5 水产品加工与利用学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6 食品发酵工程原理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7 
功能食品评价原理与

方法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8 食品药残分析技术 2 32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09 糖脂化学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10 畜产副产物利用技术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511 食品贮藏工程 1 16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4 仪器分析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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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512 食品加工综合训练 4 64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应在

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培养方案

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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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Animal Genetic Breeding and Reproduction） 

学科代码： 090501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简介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 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是辽宁省优势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学科特色是水产动物遗传育种。本学科

以水产动物种质资源保护、品种的遗传改良、良种扩繁与种苗工程和水产动物分

子遗传学等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建立主要水产养殖动物基因和种质库进行种质

资源调查和保护，通过细胞、胚胎冷冻保存、良种自繁等技术以及选择育种、杂

交育种、定向培育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技术手段，开展鱼、虾蟹、贝、海参、

海胆等主要海水养殖动物的良种培育，探索水产养殖生物繁殖与遗传规律，获得

与水产动物生长、发育、生殖、抗逆经济性状相关的功能基因，培育高产、抗逆

优良品种。 

本学科在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和繁育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曾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近年来，承担包括国家“863”重

大项目课题在内的 20 余项国家级项目和 30 余项农业部、教育部、辽宁省等省部

级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目前在我国单种产量最高的养殖贝类-蛤

仔定向选育、杂交育种和选择育种以及刺参、海胆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二、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相应的技能、方

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运用一门外

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籍和撰写专业论文摘要，能利用计算机收集处理信息、专

业科技应用与开发，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逻辑思维能力，了解所从

事的研究方向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身心健康，对矛盾、困难、挫折、突

发事件具有一定承受和应变力，能适应第一线并在艰苦条件下工作。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水产动物遗传育种 

主要集中在水产动物的杂交育种、选择育种、家

系育种等传统育种技术以及细胞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

等方面，对水产经济动物进行遗传改良，提升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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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开展水产动物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研究。 

2 水产动物繁殖调控 

包括水产动物的繁殖生物学、生殖生理、繁殖调

控机理和技术及幼体的培育技术等。重点研究鱼、虾、

贝、海参、海胆等水产经济动物的性腺发育、繁殖机

理和繁殖调控原理、催产技术及幼体培育方法等。 

3 水产动物分子遗传学 

包括水生动物重要性状基因的分离、测序与功能

的研究；海洋动物分子标记辅助育种；重要海水养殖

动物种质鉴定等。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课

（22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7 学分） 

10312 分子遗传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13 水产动物遗传工程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14 水产动物育种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课

（11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2 水产动物发育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2 细胞培养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7 专业外语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7 标记育种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8 动物数量遗传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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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9 群体遗传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0 水产动物繁殖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补修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

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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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Science of animal nutrient and feedstuff） 

学科代码：090502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学科是我校水产养殖专业重要的研究方向和支柱学科，

于 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本研究方向目前设置水产

动物营养学和水产动物饲料学两个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水产动物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对营养物质的需求及代谢特点与规律及根据我国北方主要养殖种类和养殖模

式，开发高效、低成本的饲料配方，并积极进行推广，大幅度提高配合饲料的普

及率和产业化水平，提高饲料的营养转化率和鱼体的健康水平。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人员结合产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领

域的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取得多项

研究成果。本学科注重加强与企业单位合作，解决生产单位的实际问题，为地方

经济服务。重点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我国北方海水鱼类、虾类、海参等名贵养

殖种类的营养生理及代谢的基础研究；营养与免疫、营养与环境以及营养与养殖

对象的品质方面的研究；动植物饲料蛋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草药在饲料中的促

生长、提高免疫能力的研究。根据我国北方主要养殖种类和养殖模式，开发出一

批高效、低成本的饲料配方，并积极进行推广，大幅度提高配合饲料的普及率和

产业化水平，提高饲料的营养转化率水平和养殖动物的健康水平。 

二、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相应的技能、方

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运用一门外

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和撰写专业论文摘要；能利用计算机收集处理信息、专

业科技应用与开发，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逻辑思维能力，了解所从

事的研究方向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如因特

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水产动物营养学 

水产动物所需要营养素对水产动物生长、发育、繁殖的影

响；各种营养素在代谢过程中的互相关系；营养免疫学及其在

水产养殖中的应用；营养物质代谢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等；

改善养殖水产动物品质的营养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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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产动物饲料学 

根据我国北方主要水产养殖种类和养殖模式，开发出高效、

低成本的饲料配方，研究和加工高效低成本、低污染的配合饲

料，为养殖水产动物提供全面合理的营养，为养殖生产水平提

高服务，包括研究各种饲料原料的特性、加工工艺及其在水产

饲料中的应用。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5 学分，选修课 11.5 学分，具

体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1.5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6.5 学

分)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5 
高级水产动物营养

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15 水产动物饲料学 1.5 24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1.5

学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1 细胞生物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7 专业外语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2 鱼类生物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4 仪器分析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8 水产动物生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9 水环境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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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1 
饲料添加剂原理与

应用 
1.5 24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2 营养免疫学 1 16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3 
高级水产动物营养

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1110 生物统计 3 48 1 理学院  

31111 应用数学软件 1 16 2 理学院  

补修课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

料 
1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饲料添加剂 1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饲料加工工艺与设

备 
1 24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注：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

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

补修课程不计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

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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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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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水产养殖 （Aquaculture） 

学科代码： 090801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水产养殖是应用现代生物学、化学和相关学科知识与技术研究鱼、虾、蟹、贝、

藻类、海参、海胆等水产动植物养殖理论和技术的应用科学。水产养殖学科是水产

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为农业部和辽宁省的重点学科，水产养殖学科是我校最

早（1986 年）获得硕士授权的学科，学术积淀较深，目前形成了五个稳定的研究方

向，具有国家级刺参遗传育种中心、农业部北方海水增养殖重点实验室、辽宁省海

水养殖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刺参良种繁育与健康养殖工程技术中心、辽宁省贝类繁

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功能齐全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平台，科研仪器、设备先进，

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具有淡、海水养殖实验场等 40 多个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学

科队伍实力强，有双聘院士 1 人，教授、研究员 17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等高级技

术人员 16 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兼职导师 20 余人。研究队伍中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 人，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 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1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

次人选 7 人，辽宁特聘教授 3 人，大连市领军人才工程人选 1 人，享受大连市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5 人，大连市优秀专家 8 人。至 2013 年，共培养研究生 566 人，已

毕业 490 人。 

水产养殖学科办学历史悠久，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整体居国内先进水平，在

棘皮动物、贝类遗传育种与增养殖等方面研究居国际先进水平。曾先后获得全国科

学大会奖、国家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等国家级奖励，并有 50 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很多科研成果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实

际，为推动区域海洋与渔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情操，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创新意识

和敬业精神，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独立工作能力和

较强创新能力和专业素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水产养

殖人才。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德优良，

具有开拓和献身精神。 

2.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和坚实的水产养殖理论基础，能辨证、唯物地认

识主观和客观世界，吃苦耐劳，敬业创新，团结协作，具有创新、创造和创业精

神及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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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从事水产养殖（鱼类、虾蟹类、贝类与棘皮动物和藻类）实际工作和科

学研究工作的综合能力。 

4.具有较为扎实的外语知识和科技英语写作技能，能熟练地阅读外文水产养殖

文献，能正确地撰写水产养殖科技论文，进行水产养殖领域的科技、信息等相关

的中外交流。 

5.掌握计算机、生物学和数学分析软件等现代生物信息技术手段，能熟练地运

用计算机相关软件收集和发布信息，处理及分析数据，解决水产养殖中的实际问

题。 

6.具备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水产生物繁育 

主要研究水产养殖生物的繁育基础理论与技术；水生生

物的发育学；重要水产养殖生物遗传育种和苗种培育理论与

技术 

2 水产动物医学 

主要研究水产动物免疫学、流行病学和经济水生动植物

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水产经济动植物的病理学及其动力学；

水产养殖药物药理学和毒理学 

3 养殖水域生态学 

主要研究养殖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养殖水域主要生态因

子对水域生产力的影响；养殖水域重要养殖生物的种群生态

学 

4 水产健康养殖技术 
    主要研究养殖水质变化的规律和机理；养殖水质的净化

理论和技术；养殖生物的健康养殖方法与技术等 

5 水产集约化养殖 
水产集约化养殖的设施（原理与设计）；养殖理论与技

术（放养、投喂等）；水产养殖水处理工程与技术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课 

(23 学

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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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日

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8 学分) 

10316 水产养殖生物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6 水域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3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课 

(10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日

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

院 
 

专  业 

选修课 

 

10302 水产动物发育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5 高级水产动物营养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10308 分子生物学 3 48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5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06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8 水产动物生理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19 水环境化学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6 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学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2 海洋生物技术概论 1.5 24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3 海珍品养殖概论 1 16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4 
水产动物繁育与遗传

育种 
2 32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5 水产动物免疫学 1 16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36 水产养殖技术概论 1 16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补修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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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大连海洋大学 2015 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64 

 

学科名称：捕捞学 （Fishing Science） 

学科代码： 090802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捕捞学学科为水产一级学科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之一，1995 年开始招收硕士

研究生。本学科主要围绕鱼类行为控制技术与生态型渔具渔法和渔船安全，进行

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及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本学科下设鱼类行为学、渔

业工程技术和渔船安全三个研究方向，其中鱼类行为学方向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鱼类声控技术方面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具有明显的特色。 

捕捞学学科为学校“蓝色学科建设工程”中的巩固学科，隶属于海洋科技与环境

学院，有渔业工程实验室和辽宁省海洋牧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平台，并在建

设现代水产捕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也有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的航海技术和

船舶工程实验室的支撑。本学科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13 名，其中教授 8 名、博士

7 名，另有外聘硕士生导师 8 名，均为研究员，形成了一支专业、学历和年龄结构

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近五年来，本学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海洋公益、

国家“948”等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科研经费达 1000 余万元，发表论文百

余篇。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较高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应

用与管理能力、并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够从事捕捞高新技术研究开发、鱼类行为科学研究、海洋资源调查、开发与管

理、海洋环境监测、海上航行安全与管理、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建造、检验和

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可在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技术开发服务和管理等

工作。 

三、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鱼类行为学 研究鱼类行为生理、鱼类对渔具的行为反应及鱼类行为控制技术。 

2 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选择性渔具渔法、开发高效捕捞新技术、研究增养殖工程

技术。 

3 渔船安全 
研究渔船海上交通安全、渔船在渔场生产作业时渔船之间的避

碰问题及渔船驾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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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船舶经济技术论证与智能配载、智能船舶 CAD 与集成信

息系统及寒区海洋平台结构基本设计中的关键力学问题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2 学分，选修课 11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2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7 学分) 

11106 应用数理统计 3 48 1 理学院  

10411 鱼类行为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鱼类行为学

和渔业工程

技术模块课 10412 渔业技术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802 海洋工程环境与荷载 2 32 1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渔船安全模

块课 
10801 海上交通工程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1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402 海洋遥感应用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3 渔业水声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01 物理海洋测量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17 渔业资源与环境 
2.

5 
40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7 海洋牧场工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326 海洋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405 渔业资源增殖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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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1 渔业法规与政策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804 船舶与海洋工程进展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31105 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2 32 1 理学院  

30803 
有限元分析与数值模

拟技术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30806 船舶结构分析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30802 
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分

析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30805 安全系统工程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30807 船舶智能技术与系统 2 32 2 海洋与船舶工程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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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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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渔业资源 （ Fishery Resources） 

学科代码： 090803  学科门类： 农学    学科级别： 二级  

 

一、学科简介 

渔业资源学科为水产一级学科下设的三个二级学科之一，2003 年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被遴选为校级重点学科，2004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本学科主要围绕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海洋牧场、休闲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方面进行基础理论与应

用技术研究。十年来，渔业资源学科在学科、实验室、学术梯队建设及科研等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十一 五”以来，本学科的科研水平上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 

 渔业资源学科隶属于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是我校“蓝色学科建设工程”中的巩

固学科，目前以辽宁省海洋牧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辽宁省海洋生物资源恢复与

生境修复重点实验室作为教学和科研平台，并正在建设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

中心。本学科现有成员 13 人，其中学历结构为博士学位 8 人，硕士学位 3 人，学

士学位 2 人；职称结构为，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 人；年龄结构为，50

岁以上 4 人，41-50 岁 2 人，31-40 岁 5 人，30 岁及以下 2 人，是一个专业结构、

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都比较合理的学科梯队。 

本学科自组建以来共完成科研课题几十项，发表论文百余篇；现承担各类科

研课题 20 余项，到账经费 2000 余万元，为地方渔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目前已有 7 届硕士毕业生，授予硕士学位 60 余人。 

二、培养目标 

根据《国家“十二五”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制订的海洋战

略研究规划及其海洋人才培养要求，结合《大连海洋大学“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

划》，本学科培养适合现代渔业科学发展和当今社会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高层次人才、实用创新型人才，其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 

2、具备“团结协作、勤奋敬业、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科研素养。掌握渔业

资源学科所属研究方向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和应用技能，对渔业资源领域的发

展现状、研究成果和未来动态有深入理解。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渔业资源专业常用计算机软件的使用方法。 

4、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三、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

般为 2 年。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app:ds:fishery
app:ds: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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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研究方向 

渔业资源学科现有 3 个研究方向： 

1、 渔业资源养护与增殖 

主要从事渔业资源生物学、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渔业资源保护相关技术研究；

研究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效果评价、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和体系，为渔业资源的恢

复、养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指导和科学依据。 

2、 海洋牧场工程与休闲渔业 

主要研究海洋牧场建设技术与理论、渔业水域生态修复与优化和休闲渔业的

开发。包括：人工鱼礁的集鱼机理和人工鱼礁、藻礁等渔业设施的生态效应；渔

业水域环境智能监测系统；渔业水域的生物修复；海洋牧场生态型渔业模式；鱼

礁集鱼垂钓等。 

3、 渔业资源与评估管理 

主要研究鱼类种群动态特征，鱼类种群繁殖、生长、死亡、补充和洄游规律；

研究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技术与管理体系。包括：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以及模糊数

学、数理统计等数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渔业资源探测与评估；基于资源保护的运

行管理模式及法律法规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研究生应修完总学分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10 学分，具体课

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3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学  位 

专业课 

(8 学分) 

11106 应用数理统计 3 48 1 理学院  

10417 渔业资源与环境 2.5 40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16 渔业资源解析 2.5 40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公  共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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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10 学

分) 

选修课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0405 渔业资源增殖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17 海洋牧场工程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21 渔业法规与政策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3 渔业水声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11 鱼类行为学 2 32 1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10412 渔业技术学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402 海洋遥感应用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30326 海洋生态学 3 48 1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345 现代生物技术 2 32 2 水产与生命学院  

30423 渔业生物经济分析 2 32 2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入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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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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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学科代码：1202  学科门类： 管理学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专业简介 

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是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所依托的主干学科，获批时

间是 2011 年，由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会计学三个二级学科支撑。该学科

以大连海洋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海洋水产特色为依托，以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培

养工商管理高素质人才为目标，既有管理学科的门类传承性，又有鲜明的海洋与

水产特色的学科。 

工商管理学科以大连海洋大学海洋与水产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大连社科院海

洋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辽宁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辽宁省海洋资源

资产价格评估中心等科研基地为平台，目前形成了一支由多名教授、副教授和博

士组成的强有力的科研教学团队，多位成员具有国外留学、访学、讲学或参加学

术研讨会的经历，与国外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有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近五年，

出版著作 6 部；主持项目 100 多项，为国家、行业、地方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报告 150 余项，年均课题经费超过 200 万元；获得各类科研奖励 10 余项。随着辽

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格局，为海洋水产高校培养复合型工

商管理高级人才提出了新机遇与新要求。工商管理学科作为大连海洋大学的重点

学科，以工商管理与水产科技兼修人才培养为特色，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具

有重要意义，而且是非常必要紧迫的。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情操，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创

新意识和敬业精神，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工商管理理论水平和

比较全面的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知识结构、独立工作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工商管理人才。本学科的硕士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德优良，

具有开拓和献身精神。 

2.掌握坚实宽广的现代经济和管理理论以及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定性与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熟练地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具备独立从事工

商管理及相关工作的能力。 

3.具备较强的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比较熟练地（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论文工作一般为 2 年。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超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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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及研究方向 

序号 
二级学

科名称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会计学 

财务会计 

运用基本理论知识重点关注公司治理结构、股权激

励、公司监管、财务造假、盈余管理、项目风险控制等问

题的系统研究。 

管理会计 

运用基本理论知识重点研究企业内部资产配置、投入

产出效率效益分析、投融资决策、财务分析、管理效率等

内容，主要为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决策依据。 

2 
企业管

理 

公司理财与 

资本运营 

侧重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财务资源、投融资决策、金

融风险、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信用和库存管理、资本市

场、并购与企业重组等问题的研究。 

企业资源规划 
运用战略管理的思维、原理和方法，制定、选择并组

织实施战略方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系列管理问题。 

营销管理 

侧重营销战略和计划的设计、营销调研和预测需求的

实施、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选择、品牌资产的创建及定

位、营销渠道的设计与管理等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理论，解决人力资源的

整合、调控及开发问题。 

3 

技术经

济及管

理 

水产技术经济

及管理 

运用技术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解决水产技术

经营及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 

海洋产业经营

及管理 

侧重海洋资源与产业发展、海洋产业组织与运营机

制、海洋产业布局与规划、海洋产业规制与政策、海洋产

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海岸带经营及

管理 

侧重海岸带规划和布局、海岸带生态修复和补偿、海

岸带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海岸带经济运行评价与风险评

估、海岸带管理技术、方法及途径研究。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修读总学分不少于 33 学分，其中必修课 21 学分，选修课 12 学

分，具体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修

课 

(21 

学分) 

学  位 

公共课 

(8 学分) 

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204 
外国语阅读（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5 
外国语听说（英语、

日语、俄语） 
2 32 1 外国语学院  

00206 科技外语写作 2 32 2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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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专业课 

(6 学分 

11001 高级管理学 2 32 1 经济管理学院  

11002 高级经济学 2 32 1 经济管理学院  

11003 企业管理学 1 16 2 经济管理学院  

11004 公司理财 1 16 1 经济管理学院  

实 践 

环 节 

(7 学分) 

20006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

践 
1     

20001 实践 2     

20003 学科前沿 2     

20002 学术活动 2     

 

 

 

 

 

 

 

选修

课 

(12 学

分) 

公  共 

选修课 

 

30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选 1 门 
30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02 
第二外国语（英语、

日语） 
2 32 2 外国语学院  

30801 国际学术交流导论 1 16 2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专  业 

选修课 

31001 技术经济学 1 16 1 经济管理学院  

31002 会计理论 1 16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3 高级会计学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4 高级管理会计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5 资产评估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6 实证会计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7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

理 
2 32 1 经济管理学院  

31008 决策支持系统建模 1.5 24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09 企业资源规划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0 产业组织理论 1.5 24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1 人力资源管理 1.5 24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2 金融市场研究 1 16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3 投资与资本运营 2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4 海岸带规划与管理 1 16 2 经济管理学院  

31015 
水产技术与渔业发

展专题 
1 16 2 经济管理学院  

补修

课 

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或在本门学科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

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程和时间参照相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补修课程不计

入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注：研究生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者，第二外国语必须选修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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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实践、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学术活动和学科前沿四个环节，

共计 7 学分。 

实践是为使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在实践中掌握运用理论知识的技能和方

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设置的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训练，形式包括教学

实践、科研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学术规范教育与实践是指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严谨务实的

学风而设立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环节，研究生通过参加学术规范讲座、专业或课

题组集中学习、以及自主利用网络和传媒等载体学习科学道德方面的有关知识和

事例，进行科学文献索引、论文查重和学术不端检测等实践；另外，指导教师也

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与研究生日常教育相结合。 

学术活动是为进一步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与渗透，实现学术创新与繁荣，全面提升学术水平而设置的必修环

节，形式包括作专家讲学、科技讲座、学术交流会等。 

学科前沿是为使研究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能力设置的必修环节，各学科内相近研究方向

的导师组成指导教师组，通过讲座或讨论班等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本学科前沿理论

知识、文献检索与阅读以及实验技能等科学素养的培养。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创新性,工作量饱满，并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论文能体现作者独立运用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撰写符合《大连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按照《大连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